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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充分发挥“互联网+农业”在乡村振兴产业发展中的积极
作用，近日，一场别开生面的“促进乡村振兴、网红助农直播带
货”在丹凤县武关镇梅庄村举行。

在梅庄村集体经济——丹菇基地大棚助农直播现场，网红
“陕西小草”“丹凤萌萌”“张帆帆”“陕西娜娜”4 位丹凤本土网红
对着镜头和屏幕，不时和观众交流，倾情为家乡农产品代言，吸
引了不少观众在线互动，有的网友直接下单订购农产品。

“今天，小草来到了丹凤县武关镇梅庄村的香菇产业基地，
可以带大家现场了解一下我们丹凤的香菇，有群的话大家记得
分享一下直播间，让更多的人看到咱们这个新鲜的香菇。”直播
间里，“陕西小草”满脸笑容地不停和网友打招呼。

大棚里，工人们忙着采收成熟的香菇。地上到处摆放着
一筐筐刚刚采摘来的新鲜香菇，4 位网红穿梭在一排排香菇
架间，向粉丝展示香菇的生长环境，讲解工人们采菇、选菇的
过程。“丹凤萌萌”手捧一个长满“小伞”的香菇棒，不时转动
着 手 机 向 粉 丝 介 绍 香 菇 的 生 长 状 态 以 及 花 菇 同 平 菇 的 区
别。直播间里互动频繁，异常活跃。

今年是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
开局之年。在 5G 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的情况下，网络“直播带
货”成为网络扶贫和消费扶贫的一支重要力量。

参加直播带货的网红“张帆帆”说：“作为一名丹凤人，能
为自己家乡的特色农产品直播代言感觉很荣幸。希望能够
通过自己微薄的力量把咱们当地好的农产品推销出去，让更
多的人了解丹凤特色农产品，很高兴能为老乡们致富增收出
一份力。”

此次直播活动旨在尝试用“互联网+农业”的新发展运营模
式宣传推介乡村特产，让更多的农产品走出去，不断拓宽销售渠
道，让农产品实现利润最大化，进一步助力乡村经济发展。同
时，通过引导村民紧跟互联网发展步伐，让更多的农产品搭上数
字经济的快车，奔跑在乡村振兴的大道上。

丹凤县农技中心主任黄涛说：“梅庄村地理位置偏僻，
香 菇 已 成 为 村 上 的 支 柱 产 业 ，全 村 发 展 代 料 香 菇 110 万
袋 ，当 下 正 处 于 头 茬 采 收 期 。 作 为 梅 庄 村 的 包 扶 单 位 ，策
划组织这场‘促进乡村振兴、网红助农直播带货’为民办实
事活动，目的在于拓展销售渠道，推进产业发展，促进农业
增效、农民增收。下一步，我们将以乡村振兴战略为抓手，
围绕香菇、茶叶、油菜花等产业，开启梅庄村‘茶菇油’产业
发展的新起点，为建设美丽梅庄履职尽责，奉献力量。”

2020 年，我市规上工业企业科技与研发活动活跃，占
据全社会科技与研发活动的主导地位，引领作用显著。同
时，全市减税降费落实有力，政策支持效果明显，规上工业
企业研发人员增多等，都有效带动全市科技创新走向新征
程。但全社会科技与研发经费减少，投入强度偏低，需要
引起关注。

科技与研发经费投入偏低科技与研发经费投入偏低

2020 年，我市全社会科技与研发经费支出 0.95 亿元，比
上年减少 0.81 亿元，同比下降 46%；科技与研发经费投入强
度为 0.13%，比上年减少 0.08 个百分点。无论是科技与研发
经费支出，还是投入强度都处于近年来的低位。

分活动主体看：2020 年，我市各类企业科技与研发内部
经费支出 7641.4 万元，比上年下降 42.9%；高等学校、科研院
所内部经费支出 1900 万元，下降 54.76%。企业、高等学校
科研院所内部经费支出所占比重分别为 80%、20%。

分活动类型看：2020 年，我市规上工业基础研究经费
47.5 万元，实现零的突破；试验发展经费 7593.9 万元，同比
下 降 43.3%。 基 础 研 究 、试 验 发 展 经 费 所 占 比 重 分 别 为
0.62%、99.38%。

我市和全省及兄弟地市相比，我市科技与研发内部经费
支出从总量及强度上还处于较低的水平。

企业研发产出量质齐升企业研发产出量质齐升

2020 年，全市先后制定出台了《关于创新驱动引领高质
量发展的具体措施》等科技创新政策文件，为全市科技创新
提供了有力政策支撑和制度保障，全市科技与研发活动活
跃，出现新的特点。

工业企业科技与研发活动活跃，在全社会科技与研发活
动中引领作用显著。2020 年，全市规上工业企业科技与研
发经费支出 7641.4 万元，占全社会科技与研发经费支出的

80%，占据全社会科技与研发活动的主导地位，引领作用显
著。工业企业开展科技与研发活动的积极性提高，科技与研
发活动的覆盖面扩大，活跃度提升。2020年，全市有 16家工
业企业开展了科技与研发活动，比上年增加了 7 家企业，同
比增长 77.8%。有研发机构单位数 15 个，比上年同期增加 5
个，同比增长 50%。

外资企业投入强度大，效益提高。2020 年，外资企业科
技与研发经费支出为 2811.8万元，占全部工业企业科技与研
发内部经费支出的 36.8%，投入强度为 3.93%，高于内资企业
3.87 个百分点，带动内资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1 倍，利润
总额同比提高 38 倍，效益明显提高。其中，龙桥尧柏水泥有
限公司开展了“基于振动筛选分方式的原料粉磨”“采用负压
传感方式的水泥生料立磨”等 9 项技术研发，带动本企业营
业收入、利润总额快速增长。

减税降费落实有力，政策支持效果显现。随着研发费用
加计扣除政策进一步完善，减免税政策落实效果提升。研发
加计扣除比例由 75%提高到 100%，带动企业进一步加大科
技创新投入、提高技术能力和产业链供应链水平，鼓励和引
导企业开展研发创新起到了积极作用。2020 年，工业企业
中享受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企业为 13 家，比上年
同期增长 5.5 倍；受惠企业共减免所得税 1580.4 万元，比上
年同期增长 342%。

政策扶持力度加大，财政投入增加。2020 年，工业企业
科技与研发经费中来自政府部门的资金为 100.9 万元，比上
年同期增长 236.3%。政策支持效果显现，为企业科技创新
增添新的动力。

规上工业企业研发人员增多，研发活动量质齐升。2020
年，规上工业企业科技与研发人员合计 499 人，同比增长
10.6%；研发机构平均拥有硕士及以上高学历人才 34 人，研
发人才引进和培养力度加大。2020 年，全市发表科技论文
60 篇，同比增长 3.6 倍，其中，发表论文最多的是商州区有 53
篇，占全市科技论文的 88%；科技与研发企业专利申请单位
20 个，比上年同期增加 11 个，增长 1.2 倍，申请各类专利 103
件，同比增长 52.6%，其中发明专利 29件。

重要科技成果仍显不足重要科技成果仍显不足

全市科技与研发经费支出及投入强度与其他地市相比
有较大差距，基础研究、政府投入占比偏低等问题较为突
出。企业效益下滑、科技与研发经费减少，能真正形成关键
核心技术、解决“卡脖子”问题的重要科技成果仍不足，投入
效率亟待进一步提高。

企业效益下滑，科技与研发活动投入强度低。企业效
益下滑是企业研发投入下降的主要原因。2020 年，全市
规 上 工 业 企 业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863.95 亿 元 ，同 比 下 降
20.9%；实现利润 53.93 亿元，同比下降 43.8%。规上工业
企业营收急剧下降，利润之薄与研发投入大、周期长、风险
高之间的矛盾凸显，投入积极性不高，从而造成科技与研
发活动投入强度降低。

重点企业支撑乏力，部分行业投入不足。纵观全市规
上工业企业科技与研发经费支出，80%集中在制造业企
业，但仅此一个行业 2020 年同比下降 53.8%。如：医药行
业龙头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报数较上年下
降 73.35%，有色金属龙头企业陕西锌业有限公司上报数
较上年下降 18.16%。重点企业支撑乏力，直接影响规上
工 业 企 业“ 医 药 企 业 ”科 技 与 研 发 费 用 同 比 下 降 79.8%，

“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”科技与研发内部经费支出
同比下降 90.2%。

科技与研发活动主体“偏科”，类型单一。全市科技与研
发经费支出主体“偏科”。2020 年，科技与研发经费支出
80%集中在企业、20%集中在高等院校和科研及技术服务机
构，而企业也只限于工业企业，建筑业及重点服务业科技与
研发经费支出常年空白。此外，研发形式单一，科研层次偏
低，成为企业提高自主研发能力、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主
要障碍。科研层次较高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只占到 20%，
创新技术板块撬动杠杆几乎为零。

高层次人才失衡，数量严重不足。虽然全市科研人员逐
年上升，但是内部层次严重失衡。2020 年，全市规上工业企
业科技与研发机构中，硕士 29人、博士 5人，博硕人数占研发
机构人员总数比重为 7.2%，较上年下降 24.9 个百分点。科
研人才匮乏、人才结构不合理及高层次人才流失，导致自主
研发能力提升失去基本的支撑力量。

提升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

面对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，应坚定不移地走创新驱动发
展之路，着力提升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，为实现商洛经济
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。

发 挥 引 导 作 用 ，提 升 创 新 主 观 能 动 性 。 近 期 ，陕 西
省 、商 洛 市 相 继 出 台 了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综 合 绩 效《评 价 办
法》《指标体系》等，其中，“创新发展”这一大类指标考核
权重占到 10.5%，而科技与研发投入强度、技术合同成交
额占地区 GDP 的比重两项权重达到 4.5%。这就要求党
委、政府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，从建设自主创新型国家的
高度来认识创新的重要性，发挥助推引导作用，将《关于
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具体措施》等科技创新政策
文件贯彻落实到位，为全市科技创新提供了有力政策支
撑和制度保障。

聚拢“三大”合力，稳步增强科研实力。聚拢部门合力，
建议运用会商会议的形式，强化对接协商和工作调度，发改、
科技、工信、财政、统计等部门及时互通信息，掌握科技与研
发活动最新动向，研究工作中存在问题以及解决措施。聚拢
政策合力，研究吃透中央、省上对口部门的各类政策，最大化
享受政府的各项利好政策；对科技部门出台的科技计划项目
申报、科技创新券、专利质押贷款等政策进行仔细研究，积极
争取政策支持；强化政策宣传，提升科技创新支持政策的知
晓率。聚拢研发主体合力，积极探索三大研发主体的合作模
式，充分发挥院所、高校两大主体在基础性、前沿性科学的技

术开发作用，建立以企业为主体、市场为导向、产学研相结合
的技术创新体系。

抓住关键节点，激发企业自主创新的内生动力。培育创
新动能较强的市场主体，存量上，抓住我市创新能力最强的
工业制造业，特别是医药和有色金属行业的重点企业，优化
资源供给，采取合理举措降低企业的科技与研发投入成本及
投入风险。围绕“五化”改造提升，加快矿产企业转型升级步
伐，做好信息化、技术攻关、绿色生产等重大科技专项；在增
量上，围绕“一都四区”“3+N”产业集群，在“招商选商”方面
将绿色低碳、循环发展、高新技术等因素统筹考虑。完善知
识产权保护制度，加强知识产权战略研究，加大知识产权领
域的“放管服”改革力度，完善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，强化
行政执法部门的协作，支持企业争创自主的知识产权。注重
企业知识产权人才的培养，提高企业保护知识产权的能力。
加快科技成果转化运用，积极融入秦创原、西部科技创新港
等创新驱动平台，加速科研成果产业化，挖掘和释放企业创
新发展潜能。

建设人才队伍，全面激发第一资源活力。人才是创新的
第一资源，加强企业研发机构和人才队伍建设对提高企业自
主创新能力和科技与研发投入具有重大意义。营造重视人
才的氛围，增强企业家的人才意识，动员全社会尊重人才、爱
惜人才。要想办法留住人才，吸引商洛籍大学生回商工作。
建议政府设立“人才开发资金”，用于人才的引进、培养和奖
励等，着重向工业企业倾斜。持续发挥商洛建立的人才库和
市科技服务团的作用，整合人才资源优势，缓解企业高精尖
人才缺乏的压力。整合技术服务力量，鼓励其成立信息技术
服务中心，引入第三方机制，为政府解困。为创新人才减负，
减轻科研人员事务性负担，激励科技人员多出高质量科技成
果，要落实好科研人员收入分配政策，不断提高科研人员薪
酬待遇，充分挖掘科研人员潜力。

创新投入机制，大力提高科技与研发投入强度。调查显
示，目前商洛企业技术研发经费支出中，80.8%为企业资金、
14.8%为政府资金、4.4%为其他资金，加之全市科技与研发
支出 80%集中在大型工业企业。基于以上现状，降低政策门
槛，在政策知晓率和政策落实等方面，向有科技与研发活动
的中小微企业倾斜，扩大普适性政策的适用范围，切实发挥
相关扶持政策应有的作用。优化投入方式，创新财政科研经
费投入方式方法，在投入重点上，紧扣关键核心技术，加大对
原始创新和自主攻关的投入，优先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，增
加科技与研发投入强度。充分发挥金融机构的作用，建立贴
息、担保、风险基金等多重保障，大胆探索知识产权担保贷款
机制，降低企业科技创新风险。

我市科技创新步伐加快 投入强度仍需加大
曹艳萍 益晓云 陈晓艳

商洛市2016—2020年科技与研发（R&D）活动情况
（单位：亿元%）

丹凤丹凤 网红进村直播带货促消费
贺晓霞 刘 丽

△网红“丹凤萌萌”（左）和“陕西娜娜”（右）在梅庄村直播带货

▷网红“陕西小草”在香菇大棚里直播带货


